
现代社会，邻居之间的来往少了，
大家之间的感情开始淡漠。如何让变淡
的邻里关系重新热络起来？温州市鹿城
区去年开始探索“互联网+社区”的模
式，建立起了“隔壁邻舍”网，将时下
最热门的微信群作为新平台重构新时期
的邻里情。

邻里就是亲人

微信群首先在鹿城区松台街道桂柑
社区试行。社区主任柯建华告诉记者，
他们社区包括单位用房和居民住宅总共
136 幢楼，分成 13 个网格，每个网格建
一个微信群。与此同时，居民们还可以
根据各自的需求分门别类建立兴趣、服
务等多种微信群。为保证网络安全，同
时也避免一些垃圾广告的入侵，每个网
格都有一个网格员，对辖区内的居民实
行实名制准入。

桂柑社区老人很多，社区就办起了
食堂，每位老人每个月只要交纳 400 元
伙食费就可到食堂用餐，高龄和残疾老
人还有人给送饭上门。老人们不会用微
信，没关系，社区专门建了一个“居家
养老家属群”，老人的子女们每天在群
里就能看到义工们发布的信息，知道老
人在干什么，吃得好不好，玩得开心不
开心等。每个月，社区还要为 80 岁以
上的老人举行一次热热闹闹的慈善生日
会，至今，已有 300 多位老人踊跃报名
参加。

60多岁的黄玉妹是社区义务巡逻队
队员，每周一在社区里义务捡垃圾，风
雨无阻。她告诉记者，他们这支队伍有
60 多个人，个个都跟她年龄相近。“只
要心态好，一辈子都是年轻人！”黄玉
妹说，义务巡逻队的工作让她觉得自己
一点都不老，“还能为邻居们干很多事
呢”！

另外，据介绍，桂柑社区每周都举
办不同的培训班，每月都有至少一次大
型活动，社区里的退休老人都说自己

“忙得不得了”！
如今，鹿城区的 82 个城乡社区已

经被划分为 1062 个网格，每个网格包
括约 3 至 5 幢居民楼。目前，已有 48 个
社区共建立了“居家养老家属群”、“百
好居邻里互助群”等多达 433 个微信互
助群，一批热心公益的志愿者也一对一
入驻微信群，参与日常维护和管理服务
工作，全区邻里互助的良好环境已经逐
步形成。

管理就是服务

鹿城区建立邻里互助网的另一个初
衷，是要努力把邻里之间的纠纷与矛盾
化解在基层。现在，“隔壁邻舍”网及
其微信群形成的鲶鱼效应激活了虚拟管
理的“辐射效应”，覆盖到社区的一切
活动。

最近温州下雨，有社区小路上一个

小坑积水了，有居民发现即刻拍照发到
群里，管理人员看到当天就赶到现场处
理完毕。还有一个社区忽遇急事，人手
不够，工作人员在群里发个信息：“谁
有空，来帮个忙！”很快就有好几个人
响应⋯⋯

为了确保微信群的科学规范管理，
鹿城区在鹿城新闻网站上线了“隔壁邻
舍”网上互助家园，近期还开发了“隔
壁邻舍”微信互助平台，在“温州鹿城
发布”公共微信“微服务”栏目中，直
接可以跟踪微信群内互助信息办理情
况，通过 PC 端和手机端多种形式开启
社区居民网上虚拟生活。在区级层面，
他们设立了微信工作群服务中心，鹿城
官方微信“温州鹿城发布”入驻各政务
微信群。通过公众号串联微群，打造

“多群链接、一网指挥”的微工作格
局，拓宽信息收集渠道，实现“一张
网 ” 对 接 。 另 外 ， 鹿 城 区 还 制 订 了
《“隔壁邻舍”微信群互助公约》，引
导邻里互助微信群有序运行，预防、制
止不良信息的传播；出台 《“隔壁邻
舍 ” 微 互 助 中 心 管 理 办 法 ( 试 行)》、
《“隔壁邻居”志愿者管理办法》，做
好资料存档登记备案，明确微信群主、
管理员、群员、志愿者的相关责任和义
务。如群主负责微信群的日常维护和管
理监督工作，包括群成员的加入、移出
等工作。志愿者要定时浏览群内容，对
居民要求及时回复、处理，并进行成长
指数考核激励。此外，他们还通过评树
先进典型，提高社区微信互助群的覆盖
面及活跃率，形成示范辐射效应。据不
完全统计，目前鹿城区对社区微信群内
反馈的 6164 个民生问题，已经解决了
5415个。

和谐就是幸福

建立“隔壁邻舍”网上社区，是为
了社区居民能够有效沟通，从而拓宽社
区服务的叠加效应，更好地推进幸福社
区建设。

为此，鹿城区出台了 《加强民情处
置建设意见》，通过实名登记备案、规范
发布内容，确保 24小时内反应，并对运
用微信工作法、加强民情处置进行提升
规范。另外，微信群志愿服务工作以政
府购买形式交由鹿城区和“乐社会”工
作服务中心入驻管理，注入志愿服务活
力，迈出了社会组织参与互联网民生服
务的探索一步。

据了解，志愿服务团体每周一期入
驻社区开展“隔壁邻舍”手机培训活

动，对网络管理人员、社区居民进行线
下微信使用手把手培训，提高社区居民
微信互助知晓度和熟练度。截至目前，
已 累 计 入 社 区 开 展 知 识 培 训 23 场 约
3000余人。

与此同时，鹿城区还通过陆续上线
鹿鸣问政平台、“鹿城微发布厅”民生
微博集聚平台、“温州鹿城发布”公共
微信平台、鹿城网上法律援助中心、鹿
城网上志愿服务平台、鹿城区心理咨询
平台等多个绿色疏导平台，对接化解

“隔壁邻舍”微信互助群内居民微信互
助无法解决的投诉、咨询、建议并给与
线下实体帮扶，同时在线下成立区、街

镇两级民情处置中心，整合驻格员、网
格员、党员群众、志愿者等资源，组建

“红色细胞”服务队，虚拟路径、实体
运作，加强民情处置工作，激活幸福社
区的“蝴蝶效应”。例如，针对社区内
的停车乱象，菱藕社区车友、保安、物
业、交警等特定人员组建了社区车友
群，为社区停车规划和管理建言献策，
摸索出了小区交通微循环的最佳方案。

如今，鹿城区的“隔壁邻舍”模式
已在全区普及，因其既方便快捷，又能
解决实际问题而深受百姓赞许。“政府
履职主动了，群众满意度也明显提高
了。”大家都这么说。

在温州市鹿城区的 82 个城乡社区里，遇到难事到微信群喊邻居帮忙已成为常态——

守 望 相 助 ，居 家 无 忧
本报记者 张 玫

伴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

和生活条件的变化，邻里关

系不再像过去那样亲密。俗

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如何

重拾中国传统文化中乡里乡

亲互帮互助的美德？温州市

鹿城区的做法可以借鉴。

8 月 6 日，北京市房山区燕山石化党员活动室，

抗战老兵张占福在给小学生们讲述当年的抗战经历。

近年来，燕山石化积极组织老年志愿者队伍，进企

业、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发挥老职工的余热，

教育和影响青年职工和社区青少年。 赵 强摄

听老兵爷爷讲抗战故事

切菜刀钝了，沈阳市居民王晓顺在
“居家无忧”微信平台上预约了“磨刀”服
务，轻而易举就解决了问题。他高兴地在
微信平台上留言：“现在磨刀很难啊，多亏
社区有网上预约服务，多亏社区请磨刀师
傅来。”

记者在王晓顺居住的社区办公室翻
看居民登记，仅 3 天时间，就有 31 户家庭
预约了磨刀服务。

日前，居家无忧“互联网+家”实体店
与线上 APP 平台在沈阳市正式启动。这
是政府通过市场化运作，搭建“互联网+
家”线上线下服务平台，积极探索为社区
提供互联网服务模式的新尝试。沈阳和
平区太原街街道办事处主任王斌对记者
说，磨刀、维修水电暖，网上和实体店免
费代缴费等看似非常小的事情，但对居
民来说都是麻烦事。不仅居民头疼，有
些事社区也难办。有了“居家无忧”免费
提供服务，不但减轻了行政人员的工作压
力，更有利于尽快解决群众难题，有利于
促进社会和谐。

沈铁和谐家园小区 2 号楼居民李女
士患有严重的风湿病，上下楼很不方便，
一个星期以前，她家的电灯坏了，一直没
有修好。通过上网预约，“居家无忧”的电
工上门给她家免费检修电路并更换了电
灯。沈阳和平区铁军社区书记康宗秀介

绍，“居家无忧”在该小区内试运营一个月
来，已为 500 多个家庭提供免费的水电安
全检查，每天服务居民 50 余次。居家无
忧社区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韩晓光介
绍说，“为居民提供磨刀、修电视机遥控器
等看似细小的服务，却是居民期盼的‘及
时雨’。我们提供 24 小时一站式、线上线
下免费服务，通过为居民提供低成本甚至
免费服务，填补社区、物业无法企及的服
务空白。让居民居而无忧。我们把沈铁
和谐家园小区实体店打造成全国‘1 号
店’，将东北区域总部设在太原街。未来，
我们将在沈阳建 3000 家门店，全国发展
10万家门店”。

方便、快捷、低成本服务，是百姓的期
盼。沈阳市顺势打造“3+X”模式，“3”是
指社区、物业、居家无忧平台，“X”是“居
家无忧”免费为居民提供无限延展的项
目。诸如，送电影、送图书下社区，法律援
助进社区，国学大讲堂进社区等。和平区
仅太原街地区就有 11 个社区通过“3+X”
模式搭建了社会化服务的网格化载体和
平台。更为可喜的是，广大居民也由服务
对象变成了服务主角。民族社区 9 位大
妈搭建的鹊桥会，从一年前每周二举行一
次见面会发展到现在的“天天见”，目前已
有 2000 多位老年单身人士加入，其中成
功实现 300多对老人牵手。

沈阳：

微 信 平 台 解 民 忧
本报记者 孙潜彤

甘肃：

鼓 励 大 学 毕 业 生 进 企 业 下 基 层
本报记者 陈发明

为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甘肃省
健全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和到企业就业
的服务保障机制，鼓励毕业生到乡镇特别
是困难乡镇机关事业单位工作，并将从
2016年起，每年引导1万名贫困家庭、就
业困难家庭高校毕业生到市州及县市区各
类企业服务，服务期限为3年。

根据甘肃省出台的措施，高校毕业
生在服务期间与用人企业签订劳动合

同，由企业支付工资报酬 （不低于当地
最低工资标准），并按规定为毕业生办理
社会保险，省财政给予毕业生生活补
助，并在办理户籍手续、职称评定、工
龄确定、科研项目经费申请、科研成果
或荣誉称号申报等方面，享受与国有企
事业单位同类工作人员同等待遇。毕业
生在企业的服务期限计算工龄，允许毕
业生在服务期间参加公务员、事业单

位、基层项目和其他用人单位的招考。
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毕业生，参加公务
员或事业单位招考，享受高校毕业生基
层服务项目的相关优惠政策。

同时，甘肃省还将提高从基层就业
服务项目人员中定向招录公务员、招聘
事业单位管理岗位工作人员的比例。甘
肃省已要求市县以下事业单位公开招聘
工作人员，除招聘紧缺专业和高层次人

才外，用于招聘服务期满的基层服务项
目和民生实事项目人员比例不得低于
80%。全省乡镇基层事业单位自然减员
空缺出的编制，除预留 20%至 30%外，
其余全部用于各类基层就业服务项目招
录的高校毕业生。

此外，甘肃省还将深入实施大学生
创业引领计划、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
就业促进计划，加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
实名登记，完善实名信息数据库，为高
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提供支持，每年扶持
4000 名以上高校毕业生创业，积极支
持和鼓励高校毕业生投身现代农业建
设，技师学院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和
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可参照
高 校 毕 业 生 享 受 相 关 就 业 创 业 补 贴
政策。

海南省万宁市位于海南岛东部，是海南省有名的
农业县级市，“十三五”核定，万宁市贫困村共有 30
个，贫困人口 37336 人，主要分布在 12 个乡镇 201
个村 （居） 委会及 3个镇农场。

记者在万宁市走访时发现，像当地的加苗村等少
数民族地区以及地处山区的偏远地区，老百姓“等
要”思想比较严重，坐在家里等着政府来扶贫的现象
很普遍。

“原先的扶贫工作比较单调，渠道也很少，无非
是修桥补路、下乡慰问，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百姓的贫
穷状况。现在的扶贫思路和渠道开拓了，我们要想办
法从根上解决贫困群众的问题。”万宁市扶贫办主任
吴亚和告诉记者。

在万宁市南桥镇高龙村村委会大楼内，记者看
到，一百多名养猪农民认真地学习着科学养猪的相关
知识。“以前也有培训，但是来的人很少，原因是不
对路子。我们这一带养猪的多，大家对养猪知识很感
兴趣，办了学习班，来听讲座的人自然就多。”高龙
村村民陈亚芬说。

这是万宁市实施的“雨露计划”的一部分。“今
年，我们要利用好 25 万元的培训工作经费，举办农
民实用技术培训班 24 期，计划培训人数 3000 人；举
办劳动力转移培训班 4 期，计划培训人数 290 人。”
吴亚和告诉记者。

智力扶贫是万宁市扶贫工作的新亮点。在三更罗
镇加苗村，长久以来，村民们已经养成了“早上摘几
颗槟榔，中午喝口酒，下午睡大觉”的生活习惯，年
人均收入仅 1960 元。2015 年，万宁市把加苗村列进
了扶贫整村推进村。“主要是改变村民的不良生活习
惯，多作一些改变村民贫困生活状况的努力。”吴亚
和说。

“我们觉得，贫困的主要原因还在于思想闭塞，
等着政府支持的思想比较严重，村民们没有发展生产
的动力。现在村里设了扶贫工作专职干部，专门引导
村民改变生活陋习和‘等要’思想。”加苗村村支书
盘其春说。

扶上马还要送一程。改变贫困群众的思想之后，
万宁市扶贫办把重点放在了为贫困群众打造一份自己
的产业上来。“这个工作比较难开展，因为扶贫资金
有限，而为农民们置办产业又需要大笔资金。”吴亚
和表示。

万宁市扶贫办采取多种方式为贫困群众置办产
业。在苗七村，村民的主要收入来自槟榔种植，扶贫
办联系到万宁市槟榔种植大户、万宁市槟榔协会会长
陈辉龙，无偿为苗七村捐建一座槟榔加工厂，解决村
里 150 至 200 人的就业问题。据介绍，仅这一项，当
地村民人均年收入就可以增加 2000多元。

万宁市南桥镇小管村是万宁市南部山区，全村
347 户 1300 多人，大都是贫困群众，万宁市扶贫办
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为当地百姓无偿提供东山羊。

“去年为村里 24 户每户提供了 8 只东山种羊，养殖情
况非常好。”小管村书记王家辉说。

“光是羊粪每个月都卖 3000 多块钱，平时不用
照看，也不用买饲料，放养在山上，养 15 到 18 个月
就可以卖了，价钱好的时候一只羊可以卖到 1300 多
块钱。”小管村村民王宜飞和另外四户人家用扶贫办
提供的种羊成立了养羊合作社，现在规模达到 60 多
只，每年收入增加 1万多元。

万宁市扶贫工作的新风貌不仅体现在工作上更
细、扶贫渠道更多，也体现在更加结合实际。“在万
宁，槟榔占山区百姓收入的 70%到 80%，如何让群
众收入更好，最好的办法是在槟榔上做文章。”主管
农业和扶贫等工作的万宁市副市长李时军告诉记者，
槟榔产业的产值空间非常大，如果能帮助农民挖掘槟
榔产值，将会大大提高农民的收入。

在槟榔身上做文章，李时军还重点提到了增加槟
榔产业链，把更多的利益分配到百姓手中。“一斤干
果 30 块钱左右，但是到湖南加工后产值达到每斤
160至 180元，我们要加大技术支持。”李时军说。

“扶贫工作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要耐心、细致，
要多从老百姓的角度想问题，用多种办法从根本上解
决老百姓的实际困难。”吴亚和介绍说，2015 年，万
宁市将 4450 人减贫目标任务分解，初步锁定减贫对
象 1242 户 5032 人，锁定减贫对象已落实帮扶责任人
38 人，以“帮思想、帮门路、帮资金、帮技术”为
主要内容的定点帮扶机制，使帮扶工作常态化、效
益化。

海南省万宁市：

改变等要思想

细化智力扶贫
本报记者 何 伟

▶ 在松台街道开展的“红七月·邻里风尚季”

主题活动中，集中展示了邻里互助范例，进一步推广

“邻里互助”志愿服务品牌建设。

陈 翔 林 丹摄

▼ 鹿城区很多社区都开办了免费的智能手机

培训班，让微信服务进入千家万户。

本报记者 张 玫 通讯员 丽 华摄

▲ 今年春节期间，滨江街道新田园社区

微信众筹，为环卫工人举办了春节慈善宴。

本报记者 张 玫 通讯员 丽 华摄


